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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不少看了《新民晚报》昨天的报道特意前来的
“新”顾客，与长情的老顾客一起涌进店里——

希望北京百货只是“歇一歇”

家住浦东新区昌里东路650

弄21号的苏老伯向“新民帮侬忙”

求助，这两个多月来，自家楼下“猪

家屯肉铺”总在凌晨3时许卸货、

剁肉，折腾得全家人“心惊肉跳”，

十分苦恼。

“猪家屯肉铺”位于昌里东路

670号，紧挨着居民楼。上午9时

许，记者在现场看到，在这家40多

平方米的小店里，摆满各种肉类，

五花肉、猪小排、夹心肉等，地上还

堆着好几筐尚未切割的肉。肉铺

生意很兴旺，店员正忙着在一块圆

形砧板上剁肉，钝响声很大。

“晚上剁肉声更吵，听得更清

楚。”苏老伯住在二楼，与肉铺仅

有一层楼板相隔，他的卧室还恰

恰位于肉铺的正上方。他介绍，

该肉铺已开了一年多，一直相安

无事。两个多月前，宁静突然被

打破，“噩梦”由此开始。“咚！

咚！咚！”每到凌晨三四时，屋内

就会传出这般刺耳声响，让老两

口从梦中惊醒。

为此，他特意深夜出门一探究

竟，发现声音的源头正是楼下的临

街肉铺。他讲，店员卸货、剁肉动

作都极其粗暴，“嘭嘭嘭，半扇猪肉

随手就往地上乱扔，一连要扔好几

次。”用苏老伯的话说，只要开始卸

货，家中宛如地震，震感间隔时间

有时是两三秒，有时候是几分钟。

好不容易熬到卸货结束，楼下又

“开足马力”，剁肉噪声声声入耳，

让人不胜其扰。

“我有心脏病，年纪又大了，

实在是吃不消，一夜都睡不着觉

啊！”苏老伯多次向居委会和相关

执法部门反映，虽然曾开过协调

会，但收效甚微。属地周家渡街

道昌里第五居民委员会相关负责

人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告诉记

者，在协调会上已要求肉铺采取

降噪措施，将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降到最低。

扰民问题到底能否解决？记

者和周家渡街道城管中队执法人

员、居委会工作人员一起来到“猪

家屯肉铺”。店家表示，每天

售卖的猪肉都是凌晨

统一配送，且

需要当

天现切。不过，对方再三

承诺，后续会调整配送卸

货时间，改进操作方式，不

再影响居民的正常生

活。对此，“新民帮侬

忙”将继续关注。

本报记者

季晟祯

本报讯（记者 季晟祯）“谢谢大家关

心！昨天《新民晚报》刊登后，今天进店人流

量是以往三四倍，店里电话铃声不断。”上午

10时许，记者在北京百货商店看见了张乐

华，戴着黑色毛线帽，他刚匆匆从医院赶回

来，手上还贴着胶布。说起“68岁的北京百

货还能不能留住”的事（详见昨日本报6版），

老张讲，一早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都

涌来店里为他打气，认为这样“高寿”的老店

该继续“保留”，不但便民利民，更有老上海

的“烟火气”，希望能盼来曙光，让老底子文

化历史传承下去。

中午时分，三三两两的老人结伴而来，

店里原本狭小的空间被挤得水泄不通。而

这些老人中，不少是看了《新民晚报》报道特

意前来的“新”顾客，也不乏长情的老顾客，

几十年如一日，经常来店里光顾的。有的坐

地铁从浦东赶来买“汤婆子”，有的从普陀乘

车来买海鸥牌洗发膏、蛤蜊油，当然销量最

好的还属老张定制“假领头”，有的顾客甚至

一买就是七八件。“这家‘老字号’若真拆了，

实在可惜啊！以后也不知还能去哪儿买东

西了。”老人们唏嘘感慨道。

“如果北京百货也要关门，那‘老静安’

的标志又要少一个了，遗憾又多一个。”67岁

的沈贤刚是“老静安人”，2019年因石门一路

周边动迁而搬离，此前已在那里整整生活了

63年。

孩提时代，沈贤刚经常路过北京百货商

店，只是很少进去买东西，主要是那时类似

这样的小杂货店很常见，一点不稀奇。等年

纪大了，反而特别喜欢跑去那里“淘宝”，因

为“老静安面孔”越来越少，能淘生活用品的

店也越来越少。

他回忆，昔日南京西路石门路至青海路

的商店很多，如开开百货、新华书店、上海照

相馆、博步皮鞋和春江百货等，如今这些店

早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里。

他笑着说，不少顾客嫌老张脾气急，还

有点“凶”，但依旧习惯去他的店，“毕竟现在

还能用上海话和营业员斗嘴的地方真不多

了，那也是一种乐趣啊！”

谈及与北京百货商店的渊源，86岁的罗

家才顿时和记者滔滔不绝。“以前物资匮乏

年代，‘假领头’可是稀罕物，是精明讲究的

上海人为了兼顾体面和节约发明的，现在看

也真是一种智慧结晶。”年轻时，罗家才就爱

穿“假领头”，经常去北京百货商店兜兜转

转，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我们年纪大的不会用手机也不懂网

购，在实体店购物，不但能面对面交流，还可

以‘眼见为实’。”他讲，北京百货商店里的杂

货满足百姓日常所需，应有尽有，“跑百家

不如跑一家”。在他看来，不少曾经让上海

人引以为傲的老字号，如今都“变味”了，失

去好口碑。唯独北京百货商店，还保留着旧

时上海的“味道”，让人看着亲切。在那里，

不仅有历史积淀，还有上海百年商业文明

缩影。

正因如此，他几乎每月都会光顾老店一

两次，即便住得远，来一趟要一两个小时。“哪

怕不买东西‘嘎嘎讪胡’，也是很开心的。”

北京百货商店不仅卖传统国货，更传承

着城市温度。因缘际会下，37岁顾夏慧知晓

了北京百货商店，于是特意带着8岁的儿子

到店拜访，想让他看看妈妈和外婆记忆里那

些老上海的物件，直观接触老上海的文化底

蕴。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长期在外的生

活经历让她特别理解传统文化的可贵和凝聚

力，在她看来，市政改造的确是利民好事，但

是老的上海文化、传统技艺也需要保留和

“被看见”，这是上海“海纳百川”的精髓，也

是不可磨灭的城市记忆，会让年轻一代有

“落叶归根”的文化追寻感。

“惋惜”“泪目”“烟火气”……昨天，张

乐华的“北京百货商店”经本报报道后，引发

网友们一波“回忆杀”。

网友JL：这是上海老人们的便利与生
活，更是上海文化的传承。建议在附近以公

益形式找到合适的搬迁地方，还老人们便

利，为民办实事。

网友浪潮：这些老店给老上海人留下了
满满的回忆，真是舍不得这些老店消失啊！

网友QLW：贴近百姓家庭生活用品的
老北京百货商店，因动迁而歇业，太可惜了。

网友手残的叉子：明白上海要打造都市
的发展规划，但街边有小店的感觉真的能让

道路有人情味。

不少读者和网友热切盼望：希望北京百

货商店这次只是“歇一歇”，改建好了还能继

续搬回来！

嘭嘭嘭 咚咚咚 肉铺凌晨三四点总是传出卸货剁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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